
2023年喀纳斯导游词(模板9篇)
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喀纳斯导游词篇一

各位旅客朋友们，大家好!喀纳斯湖主要以旅游业为主，开发
的旅游景点有：

驼颈湾

驼颈湾位于喀纳斯湖南面一公里位置，是喀纳斯湖的入水口，
位于喀纳斯河发源地。喀纳斯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恰似驼颈
的大拐弯。喀纳斯河在此形成“之”字形的大拐弯，由南东
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河流弯急谷深，水流湍急。在第一
拐弯的起始处有一梭形的河心洲，第二拐弯处形成急流滩。
河东岸为草甸，河西岸为原始森林。

变色湖

变色湖位于喀纳斯湖中央。春夏时节，湖水会随着季节和天
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从每年的四五月间开化到11月冰雪封
湖，湖水在不同的季节呈现出不同的色彩。5月的湖水，冰雪
消融，湖水幽暗，呈青灰色;到了6月，湖水随周山的植物泛
绿，呈浅绿或碧蓝色;7月以后为洪水期，上游白湖的白色湖
水大量补给，由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8月湖水
受降雨的影响，呈现出墨绿色;进入9、10月，湖水的补给明
显减少，周围的植物色彩斑斓，一池翡翠色的湖水光彩夺目。

卧龙湾

卧龙湾位置处在布尔津县去喀纳斯的途中距县城140公里，距



喀纳斯10公里，是喀纳斯湖的排水口。面积约9公顷，河湾中
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卧
龙湾以此得名。湖四周森林茂密，湖进水处巨石抵中流。湖
的泄水口有座木桥飞架东西，站在桥上向北是如镜的卧龙湾
向南是奔腾的喀纳斯河。

观鱼台

观鱼台，往返区间车120元/人，是喀纳斯必游点，始建
于1987年，这次改建后才叫观鱼台。为何叫观鱼台，我以为
原因有三。首先，叫亭者必然顶亭大于底台，而这次重建正
是底台大于顶亭，台大于亭，当然应该叫台。还有，亭有自
我封闭的嫌疑，台有向外开放的气度，这正符合了时代进步
的要求。其次，亭台二字相比，谐音太有讲究。匹夫常人者，
亭乃停也，台乃抬焉，我花钱来旅游，为的是寻求快乐和吉
利，为何要停而不抬呢。哪个人不希望在喀纳斯旅游回去后
人生有所进步，事业有所成就。再次，在山底湖面之中仰望
观鱼台，它正像是一个端然坐于西山之上的香火台。如遇天
空有云雾缭绕或晚霞夕照的景象，香火台上则云蒸霞蔚，满
眼祥云仙气弥漫其间。这三者正是叫台优于叫亭的原由。

登观鱼台是到喀纳斯旅游行程中最后的那个惊叹号。不登观
鱼台，不足以领略喀纳斯美景美景的极致;不登观鱼台，更不
足以感悟人生的真谛所在。

喀纳斯导游词篇二

喀（ka）纳斯是蒙古语，意为“美丽富饶、神秘莫测”，喀纳
斯湖位于布尔津县境北部，距县城150公里，湖面海拔1374米，
面积44.78平方公里，是一个坐落在阿尔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
湖泊，比著名的博格达天池整整大10倍，湖水最深处达198米
左右。湖面碧波万顷，群峰倒影，湖面还会随着季节和天气
的变化而时时变换颜色，是有名的“变色湖”。



喀纳斯湖呈弯豆荚形，湖东岸为弯月的内侧，沿岸有6道向湖
心凸出的平台，使湖形成井然有序的6道湾。每一道湾都有一
个神奇的传说。其中第一道湾的基岩平台有一个巨大的羊背
石，恰似一只卧羊昂首观湖；三道湾的观湖台，是赏湖上落
日的最佳地点；当旭日东升或夜幕降临时，乘船或站在第四
道湾平台上探寻湖心秘密，运气好的.话还可能看到时隐时现
的神秘“湖怪”。北端的入湖三角洲地带，大片沼泽湿地与
河湾小滩共存，地形平坦开阔，各种草类与林木共生，一派
生机勃勃的景象。喀纳斯湖上端，有湖心岛浮于水面，四周
皆森林茂密，湖水碧绿纯净。

环湖四周原始森林密布，阳坡被茂密的草丛覆盖，每至秋季
层林尽染，景色如画。这里是我国唯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
植物分布区，生长有西伯利亚区系的落叶松、红松、云杉、
冷杉等珍贵树种和众多的桦树林、已知有83科298属798种。
有兽类39种，鸟类117种，两栖爬行类动物4种，昆虫类300多
种。喀纳斯湖水中生长的有哲罗鲑、细鳞鲑、江鳕、阿尔泰
鲟、西伯利亚斜鳊等珍稀鱼类。特别是哲罗鲑，体长可
达2―3米，重达百十公斤，因鱼体呈淡红色而被称为大红鱼。
有专家考证喀纳斯湖怪就是所谓的哲罗鲑。

横亘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雄伟壮观，其主峰友谊峰终年被
冰雪覆盖，是我国海拔最低的现代冰川之一，喀纳斯湖就位
于风景秀丽的友谊峰南坡，面积约25万公顷的喀纳斯国家保
护区内。

喀纳斯湖不仅自然资源和生物物种非常丰富，而且旅游环境
和人文资源也别具异彩，喀纳斯具北国风光之雄浑，又具有
南国山水之娇秀，加之这里还有“云海佛光”、“变色湖”、
“浮木长堤”、“湖怪”等胜景、绝景，怎能不称得上西域
之佳景、仙景！北面是白雪皑皑的阿勒泰山脉、高耸如云的
友谊峰，湖周重峦叠嶂，山林犹如画屏。不同的植物群落层
次分明，色彩各异。每至秋季更是万木争辉：金黄、殷红、
墨绿各呈异彩。叶茂，枯叶朽木上苔藓、野草遍生。林间空



地草甸如茵，山花鲜艳。风静波平时湖水似一池翡翠，随着
天气的变化又更换着不同的色调，自晨至夜变换着风采。每
当烟云缭绕，雪峰、春山若隐若现，恍若隔世。夏季，雨后
清晨，登上湖南段的骆驼峰则可观览佛光奇景。

喀纳斯导游词篇三

玛纳斯史诗乃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作为
我国最长、最具代表性的史诗之一，影响了民间文化、艺术
乃至整个社会。借此机会，我有幸在学校的暑期社会实践活
动中接触到了玛纳斯史诗，感受到了那种独特的魅力。在此
我想总结一下我的一些心得体会。

第一段： 历史文化背景是玛纳斯史诗流传的基础

玛纳斯史诗于11世纪开始形成，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演变和传
承，形成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样子，玛纳斯史诗不仅仅是一
种艺术形式，更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玛纳斯史诗中的人
物、事件和场景都反映了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可以说其中
蕴含了丰富的历史、语言、文化和艺术等元素，是我们了解
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途径。

第二段： 唯美而又悲壮的叙事风格鲜明耐人寻味

玛纳斯史诗的叙事风格是这部史诗深受喜爱的另一个原因。
史诗用流畅优美的语言，以繁华的场景为背景，描写了玛纳
斯等一系列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读者在阅读时，不仅可以
感受到史诗所表现的精神力量，同时还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
唯美而又悲壮的情感。这种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作者对
生命和青春的热爱，对生命的无限向往。

第三段： 玛纳斯史诗的文化价值体现在人民的心中

玛纳斯史诗作为民间文学的代表，其文化价值在于是民族、



历史和文化的缩影。玛纳斯史诗叙事热情洋溢，象征着中华
民族英雄精神的代表。此外，在玛纳斯史诗中人物形象生动、
情节丰富的叙述方式，使人们的理解和感受更加深入。玛纳
斯史诗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已经深深地烙
印到了人民的心中，成为了人们心中的精神家园。

第四段： 建设高素质的文化人才队伍是玛纳斯史诗的价值所
在

对于当今的社会而言，玛纳斯史诗的文化价值被认为是激发
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教育意义的体现。通过研究和接触玛
纳斯史诗，能够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和提高人民整体的文
化素养。因此，我们应该在教育中加入玛纳斯史诗的教育内
容，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和其他文化设施的推广，以及开展
礼仪、艺术和文化交流等活动，促进艺术与人民的互动。

第五段： 玛纳斯史诗给我们带来的美好

总之，玛纳斯史诗是我国文化的良好代表，是我们民族文化
的传承者和推广者。正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一种无
私的、高尚的精神，因此它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占有很高的
地位，为我们的生活注入了无限的激情和美好。我们应该珍
视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它所代表的辉煌历程，用实际行动
去传承和弘扬这个民族的宝贵文化。

喀纳斯导游词篇四

阿勒泰地区西邻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北邻蒙古国，贯穿全
区的额尓齐斯河是我国唯一流向北冰洋的河流，喀纳斯湖水
向西流淌进入布尔津河，最终汇入额尓齐斯河流向北冰洋，
全长4千多公里。

喀(ka)纳斯是蒙古语，意为“美丽富饶，神秘莫测”，喀纳
斯湖位于布尔津县境北部，距县城150公里，湖面海拔1374米，



是一个坐落在阿尔泰深山密林中的高山湖泊，比闻名的博格
达天池整整大10倍，湖水最深处达198米阁下。湖面碧波万顷，
群峰倒影，湖面还会跟着季候和气候的变革而时时调动颜色，
是著名的“变色湖”。

从北纬47度俯瞰地球的境界线：迷人的阿尔泰群山之间坐落
着遗落人间的净土喀纳斯。在这片土地之上，自然勾画出了
大片绿色：葱郁的森林、蜿蜒的江河、澄净的湖泊，一切都
泛着绿光，充满生机。

喀纳斯湖呈弯豆荚形，湖东岸为弯月的内侧，沿岸有6道向湖
心凸出的平台，使湖形成有条不紊的6道湾。每一道湾都有一
个神奇的传说。个中第一道湾的基岩平台有一个庞大的羊背
石，好似一只卧羊仰面观湖;三道湾的观湖台，是赏湖上斜阳
的最佳所在;当旭日东升或夜幕降姑且，搭船或站在第四道湾
平台上探寻湖心奥秘，命运好的话还也许看到时隐时现的隐秘
“湖怪”。北端的入湖三角洲地带，大片沼泽湿地与河湾小
滩共存，地形平展坦荡，各类草类与林木共生，一派朝气勃
勃的情况。喀纳斯湖上端，有湖心岛浮于水面，附近皆丛林
茂密，湖水碧绿纯净。

环湖附近原始丛林密布，阳坡被茂密的草丛包围，每至秋季
层林尽染，景致如画。这里是我国独一的南西伯利亚区系动
植物漫衍区，发展有西伯利亚区系的落叶松、红松、云杉、
冷杉等贵重树种和浩瀚的桦树林、已知有83科298属798种。
有兽类39种，鸟类117种，两栖爬行类动物4种，昆虫类300多
种。喀纳斯湖水中发展的有哲罗鲑、细鳞鲑、江鳕、阿尔泰
鲟、西伯利亚斜鳊等珍稀鱼类。出格是哲罗鲑，体长可达2-3
米，重达百十公斤，因鱼体呈淡赤色而被称为大红鱼。有专
家考据喀纳斯湖怪就是所谓的哲罗鲑。

横亘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宏伟壮观，其主峰情意峰终年被
冰雪包围，是我国海拔最低的当代冰川之一，喀纳斯湖就位
于风光奇丽的情意峰南坡，面积约25万公顷的喀纳斯国度掩



护区内。

喀纳斯湖不只天然资源和生物物种很是富厚，并且旅游情形
和人文资源也别具异彩，喀纳斯具北国风物之雄浑，又具有
南国山川之娇秀，加之这里尚有“云海佛光”、“变色湖”、
“浮木长堤”、“湖怪”等名胜、绝景，怎能不称得上西域
之佳景、仙景!北面是白雪皑皑的阿勒泰山脉、高耸如云的情
意峰，湖周重峦叠嶂，山林如同画屏。差异的植物群落条理
理解，色彩各异。每至秋季更是万木争辉：金黄、殷红、墨
绿各呈异彩。叶茂，枯叶朽木上苔藓、野草遍生。林间安定
草甸如茵，山花艳丽。风静波平常湖水似一池翡翠，跟着气
候的变革又改换着差异的色调，自晨至夜调动着风范。每当
烟云缭绕，雪峰、春山若隐若现，恍若隔世。夏日，雨后朝
晨，登上湖南段的骆驼峰则可观览佛光奇景。二道湾景区是
湖怪出没的处所。

2006年7月阿勒泰地域行署创立喀纳斯景区打点委员会，利用
准当局职能，对喀纳斯区域资源的开拓操作和掩护实施同一
打点。

2007年5月8日，喀纳斯景区经国度旅游局正式核准为国度aa
级旅游景区。

喀纳斯导游词篇五

玛纳斯史诗是在民间传唱中形成的史诗，它记载了新疆各民
族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英勇事迹。这部史诗的保存和传承，不
仅是各族群众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我接触到这部史诗之初，我对于古老的骏马文化
已经心生敬佩，而当我深入了解之后，我对于玛纳斯史诗的
艺术价值和意义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第二段：史诗的文化价值



玛纳斯史诗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珍贵遗产，其深刻反映
了哈萨克族民间文化和历史经验，展示了哈萨克族的民族精
神和文化自信。这首史诗表现出哈萨克族民间直接、生动、
沉浸式、情景化的文化特点，是哈萨克族和其他汉族、蒙古
族等民族文化的重要源泉。因此，玛纳斯史诗被誉为“苏州
评弹、广东曲艺、山东越剧和新疆史诗”之一，有着非常重
要的文化意义。

第三段：史诗的艺术价值

玛纳斯史诗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风格既丰富多样，又富有民间
特色，是中国现存史诗中典型的代表文学和音乐结合的艺术
形式。在时间长河中，玛纳斯史诗的创作和传承，不断融合
了各种艺术形式，如音乐、舞蹈、戏剧等等。因此，玛纳斯
史诗成为了汉族、回族、蒙古族等多个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
其艺术价值不可估量。

第四段：史诗对我的启示

通过对玛纳斯史诗的学习，我深刻领悟到一个古老文化传承
的珍贵意义。从这部史诗中，我们可以看到哈萨克族人民的
虔诚信仰、民族团结、英勇斗争、勇于牺牲的精神，这是一
个古老文化的活体体现。另外，我也意识到对于历史文化的
继承和传承是至关重要的，个体人的努力和社会力量都可以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五段：结语

玛纳斯史诗是一个包含着丰富精彩内容的文化瑰宝。它不仅
反映了新疆各族群众对抗外来侵略的历史经验，更表达了人
民生活、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的价值和主张。通过对史诗的
研究、传承和宣传，我们可以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新疆地区的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激励和鼓舞人民群众振奋精神、奋发向
上，发挥出新时代各民族群众在人类历史进步过程中的独特



和积极作用。

喀纳斯导游词篇六

喀纳斯是蒙古语，意为“美丽富饶、神秘莫测”。喀纳斯自
然景观保护区位于布尔津西北部，地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蒙古国接壤的黄金地带，自然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
始终保持着原始风貌而被誉为“人间净土”。喀纳斯旅游区
以北纬48°13′为南部边界，东以禾木乡为界，西北至国境
线，规划面积10030平方公里，包括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白哈巴国家森林公园、贾登峪国家森
林公园、布尔津河谷、禾木河谷、禾木草原及禾木村、白哈
巴村、喀纳斯村三个原始图瓦村落等国内外享有胜名的七大
自然景观区和三大人文景观区，其中喀纳斯湖被誉为“世界
上最美丽的湖泊”。

喀纳斯河为保护区内的主要河流，自东北向西南纵贯全区，
注入布尔津河，由于冰川强烈剥蚀，由高山河流拓宽、加深
形成的阿克库勒湖和喀纳斯湖，就像两面巨大的明镜，成串
珠状镶嵌在喀纳斯自然保护区的中心地带，它们属高山淡水
湖泊。喀纳斯湖状如弯月，南北长24千米，东西宽1.6～2.9
千米，面积44。78平方千米，比著名的博格达天池整整大10
倍，最大湖深188.5米，除中朝边境的白头山天池（最
深312.7米）外，它是我国内陆最深的湖泊。

喀纳斯湖四周群山环抱、峰峦叠嶂，峰顶银装素裹，森林密
布、草场繁茂，山坡一片葱绿，湖面碧波荡漾，群山倒映湖
中，使蓝天、白云、雪岭、青山与绿水浑然一体，湖光山色
美不胜收。这里垂直带谱明显，山巅银光闪烁，现代冰川雄
伟壮观，本区冰川面积和冰储量分别占整个阿尔泰山
的74.46%和70.08%。山腰、山麓地带原始西伯利亚泰加林一
片葱绿，绿草如茵，百花争艳。

喀纳斯湖会随着季候和天气的变化时时变换着自己的颜色：



或湛蓝、或碧绿、或黛绿、或灰白……有时诸色兼备，浓淡
相间，成了有名的变色湖。受强劲谷风的吹送，倒入喀纳斯
湖的浮木，会逆水上漂，在湖的上游湖湾处聚堆成千米枯木
长堤，蔚为喀纳斯湖的一大奇观。

喀纳斯为寒温带高寒山区，长冬无夏，春秋相连，7月的平均
气温15.9℃，无霜期80～108天，年均降水量1065.4毫米，空
气温凉，非常适宜于寒温带林木的生长。这里是我国寒温带
植物种类最多的地区，以挺拔的落叶松、塔形的云杉、苍劲
的五针松、秀丽的冷杉以及婀娜多姿的欧洲山杨、疣枝桦等
构成了植被的主体，全区森林覆盖北为19.4%，在林业用地中，
森林更高达82%。经考查，喀纳斯已知的植物有83科298属798
种，这里的新疆五针松、新疆冷杉、灌木柳，以及西伯利亚
花楸、接骨木、鹿根、小叶桦、阿尔泰大黄鸡腿参等是中国
仅有的分布区。生活在喀纳斯已知的兽类有39种，喀纳斯有
昆虫22目63属224种，以各类花蝶最富旅游观赏价值。

喀纳斯不仅自然资源和生物物种丰富，而且旅游环境和人文
资源也别具异彩。“喀纳斯”蒙古语就是美丽富庶、神秘莫
测的意思。元代耶律楚材经此曾作计曰：“谁知西域逢佳景，
始信东君不世情，圆沼方池三百所，澄澄春水一池平”。喀
纳斯蓝天、白云、冰峰、雪岭、森林、草甸、河流与喀纳斯
湖交相辉映，湖光山色融为一体，既具有北国风光之雄浑，
又具江南山水之娇秀，加之这里还有“云海佛光”“变色
湖”“浮木长堤”“湖怪”等胜景、绝景，怎能不称是西域
之佳景、仙景。正如一位联合国官员所说：“这里是地球上
最后一块未被开发的地方，她的存在证明人类过去有着无比
美好的栖身地”。

喀纳斯导游词篇七

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玛纳斯史诗是柯尔克孜族人民长
期创造和发展的民族史诗。它不仅反映了该族人民的历史、
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也展现了柯尔克孜族人民大



无畏的勇气与斗志。我曾有幸听过关于玛纳斯史诗的课程，
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感悟和体会。

第二段：背景介绍

玛纳斯史诗已经有多个版本，其中最早的版本可以追溯到公
元12世纪。整部史诗共有60多个章节，约有230万字，被称
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内容囊括了从创世、汉族入侵至
清朝末年的历史。玛纳斯作为主人公，是一个杰出的战士和
领袖，他无畏无惧地抵抗与外部势力的斗争。玛纳斯在史诗
中被描述为一个有着巨大影响力的英雄，是柯尔克孜民族的
骄傲，更是柯尔克孜文化的精神象征。

第三段：影响和意义

玛纳斯史诗对柯尔克孜族的文化传承和认同有着重要的意义。
它代表了柯尔克孜民族传统的英雄主义和自豪感。玛纳斯的
故事在柯尔克孜族口口相传，成为塑造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玛纳斯史诗也将柯尔克孜族的
历史、语言、风俗等多种元素融合于其中，成为了一个丰富
的文化遗产。

第四段：学习中的收获

在学习玛纳斯史诗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具有丰富的哲学内涵，
尤其是在“忠诚”、“正义”、“魄力”等方面。无论是在
玛纳斯抵抗外族侵略时的气魄，还是在他最终将权利更迭于
国家利益之上时的胆识和智慧，玛纳斯都展现了深刻的哲学
思考。这些思考对于我们当代人同样有借鉴意义，尤其是在
面对挑战时，始终保持正义与勇气，是我们更好地面对未来
的核心。

第五段：结论



总之，玛纳斯史诗是一部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史诗，包含了
历史、文化、哲学等多种元素。学习和传承玛纳斯史诗，对
于柯尔克孜族人民来说意义深远。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从中得到的思考和启示同样令人深省。让我们一起传承并弘
扬这部文化瑰宝。

喀纳斯导游词篇八

作为中国最美丽的深山湖泊之一，喀纳斯拥有着令人心醉的
风景和神秘的传说。近日，我有幸与家人一同踏上了喀纳斯
之旅，亲身体验了这个令人陶醉的地方。在这次旅行中，我
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壮美，并深切体会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以下是我对这次旅程的心得体会。

第二段：壮丽的自然风光

喀纳斯的自然环境是如此的壮美，仿佛置身于一个仙境。湖
水清澈见底，呈现出深深的蓝色。湖边有葱郁的森林和生机
勃勃的草地，面积广阔的湖面托着周围峭壁般的山脉。登上
远眺台，可以俯瞰整个湖泊的美景。每一个角度都是如此迷
人，让人不禁屏住呼吸，陶醉其中。此外，夜晚的喀纳斯更
是充满了神秘之感，繁星点点，如同银河倒流。

第三段：神秘的传说文化

喀纳斯是神秘而富有传说的地方。当地人民相信这里是仙女
的家园，每年有着祭祀仪式。在湖中的小岛上，人们供奉着
仙女的雕像。这座宽脸红唇的巨石，据说是仙女下凡在湖边
休息时遗留下来的。而关于湖泊深处存在的神秘生物“喀纳
斯湖怪”，更是让人心生好奇。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神话
与现实交相辉映，让人流连忘返。

第四段：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除了美丽的风景和神秘的传说外，喀纳斯还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人文体验。游客在这里不仅仅是欣赏风景，更能感受到与
大自然的交流与和谐共处。在独木舟上划行湖面，感受湖水
的浩渺与悠闲；在湖边徒步，聆听鸟鸣和风声，感受大自然
的力量；在营地里烤着火，与家人共享美食，感受家庭之间
真挚的情感。这些细节让我明白，只有与大自然和谐相处，
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

第五段：对生活的启示

喀纳斯之旅让我深刻思考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现代
人，我们往往陷入忙碌的生活中，忽略了大自然对我们的馈
赠。而喀纳斯之旅则提醒我，只有当我们停下脚步去欣赏大
自然的美丽时，我们才能找回纯真和宁静。这次旅程让我明
白了，跟随内心的声音，探寻大自然的美丽，才是我们真正
需要的生活。

结尾：

喀纳斯之旅带给我无尽的惊喜和感动。壮丽的自然风光、神
秘的传说文化、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以及对生活的启示，
都让我受益匪浅。这次旅行不仅让我拥有了独一无二的美好
回忆，更让我重新认识了大自然的伟大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生。回到城市后，我将更加珍惜身边的一草一木，更加努力
保护大自然，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喀纳斯导游词篇九

各位旅客朋友们：

大家好！

喀纳斯湖主要以旅游业为主，截止2015年开发的旅游景点有：



驼颈湾位于喀纳斯湖南面一公里位置，是喀纳斯湖的入水口，
位于喀纳斯河发源地。喀纳斯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恰似驼颈
的大拐弯。喀纳斯河在此形成“之”字形的大拐弯，由南东
转向南西，后又转向东。河流弯急谷深，水流湍急。在第一
拐弯的起始处有一梭形的河心洲，第二拐弯处形成急流滩。
河东岸为草甸，河西岸为原始森林。

变色湖位于喀纳斯湖中央。春夏时节，湖水会随着季节和天
气的变化而变换颜色。从每年的四五月间开化到11月冰雪封
湖，湖水在不同的季节呈现出不同的色彩。5月的湖水，冰雪
消融，湖水幽暗，呈青灰色；到了6月，湖水随周山的植物泛
绿，呈浅绿或碧蓝色；7月以后为洪水期，上游白湖的白色湖
水大量补给，由碧绿色变成微带蓝绿的乳白色；到了8月湖水
受降雨的影响，呈现出墨绿色；进入9、10月，湖水的补给明
显减少，周围的植物色彩斑斓，一池翡翠色的湖水光彩夺目。

卧龙湾位置处在布尔津县去喀纳斯的途中距县城140公里，距
喀纳斯10公里，是喀纳斯湖的排水口。面积约9公顷，河湾中
心是一块植物茂盛的沙洲，酷似一条静卧在水中的巨龙，卧
龙湾以此得名。湖四周森林茂密，湖进水处巨石抵中流。湖
的泄水口有座木桥飞架东西，站在桥上向北是如镜的卧龙湾
向南是奔腾的喀纳斯河。

观鱼台，往返区间车120元/人，是喀纳斯必游点，始建
于1987年，这次改建后才叫观鱼台。为何叫观鱼台，我以为
原因有三。首先，叫亭者必然顶亭大于底台，而这次重建正
是底台大于顶亭，台大于亭，当然应该叫台。还有，亭有自
我封闭的嫌疑，台有向外开放的气度，这正符合了时代进步
的要求。其次，亭台二字相比，谐音太有讲究。匹夫常人者，
亭乃停也，台乃抬焉，我花钱来旅游，为的是寻求快乐和吉
利，为何要停而不抬呢。哪个人不希望在喀纳斯旅游回去后
人生有所进步，事业有所成就。再次，在山底湖面之中仰望
观鱼台，它正像是一个端然坐于西山之上的香火台。如遇天
空有云雾缭绕或晚霞夕照的景象，香火台上则云蒸霞蔚，满



眼祥云仙气弥漫其间。这三者正是叫台优于叫亭的原由。

登观鱼台是到喀纳斯旅游行程中最后的那个惊叹号。不登观
鱼台，不足以领略喀纳斯美景美景的极致；不登观鱼台，更
不足以感悟人生的真谛所在。


